
1 h开始实验。

2. 2. 2　对磷酸组胺引起豚鼠离体回肠收缩的影响:

选用健康豚鼠 8只 ,将制备好的回肠标本稳定 1 h

后 ,先用 5μg /mL磷酸组胺试验活性 ,使回肠条产

生收缩反应 ,然后用 Bot ting溶液冲洗回肠条恢复

原水平 ,稳定 10 min后 ,分别加入黄芩苷 (终质量

浓度分别为 0. 25、 0. 50、 1. 00 mg /m L)、盐酸苯海拉

明 (终质量浓度分别为 0. 2、 0. 4μg /mL)与标本接

触 2 min后 ,再重复给予上述浓度的磷酸组胺 ,观察

记录肠条收缩反应的变化。

2. 3　统计学处理: 数据用 x± s 表示 ,采用

SPSS10. 0计算机软件进行配对 t检验。

3　结果

3. 1　对小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: 小鼠皮肤

涂不同浓度的黄芩苷乳膏后 ,与对照组比较 ,蓝染面

积明显减小 ( P < 0. 05、 0. 01) ,蓝染皮肤浸液的 A

值也明显减小 ( P < 0. 05、 0. 01) ,结果见表 1。
表 1　黄芩苷对小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

的影响 ( x± s , n= 10)

Table 1　 Ef fect of baicalin in S. baicalensis on capillary

permeability of mice sk in (x± s , n= 10)

组别 剂量 /( g· kg- 1 ) 蓝染面积 / cm2 浸液 A值

对照　 - 0. 581± 0. 250 0. 045± 0. 016

黄芩苷 0. 50 0. 351± 0. 225* 0. 034± 0. 010*

0. 75 0. 294± 0. 215* 0. 030± 0. 008*

1. 50 0. 207± 0. 178* * 0. 028± 0. 012* *

　　与对照组比较: 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

　　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 vs cont rol group

3. 2　对磷酸组胺引起的豚鼠离体回肠收缩的影响:

黄芩苷 ( 0. 25 mg /mL) 对磷酸组胺引起的回肠收

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( P < 0. 01) ,随给药剂量的加

大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,表明黄芩苷对磷酸组胺引起

的豚鼠回肠收缩有明显的拮抗作用。结果见表 2。

表 2　黄芩苷对磷酸组胺诱发豚鼠离体回肠

收缩反应的影响 ( x± s , n= 8)

Table 2　 Effect of baicalin in S. baicalensis on con-

traction of isolated ileum in guinea pig

induced by Histapon ( x± s , n= 8)

组别
终质量浓度

/(μg· mL- 1 )

收缩反应 (振幅 )

/cm

下降率

/%

对照 　　　 - 3. 40± 0. 22 -

苯海拉明 　　　 8 2. 71± 0. 10* * * 22. 9

0. 4 2. 10± 0. 25* * * 40. 0

黄芩苷 250 3. 03± 0. 23* * 10. 9

500 2. 48± 0. 33* * * 27. 1

1000 2. 01± 0. 31* * * 40. 9

　　与对照组比较: * * P < 0. 01　* * * P < 0. 001

　　* * P < 0. 01　* * * P < 0. 001 vs cont rol group

4　讨论

　　黄芩具有抗炎、解热、降压、抗变态反应等作用。

黄芩素、黄芩苷 ip给药 ,均能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

性。 黄芩水提物 ig给药 ,对大鼠同种被动过敏反应

有明显抑制作用。黄芩素、黄芩苷对被动皮肤过敏也

有抑制作用。其抗过敏作用为阻止肥大细胞释放过

敏介质 ,而不影响抗体产生及抗原的相互作用。

　　本实验表明黄芩苷皮肤局部给药可明显降低小

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 ,并显著拮抗由磷酸组胺引

起豚鼠离体回肠的收缩 ,说明黄芩苷有抗变态反应

作用 ,可能通过阻止过敏反应介质释放 ,稳定肥大细

胞膜而起作用的。

莪术油治疗小儿秋季腹泻疗效观察

常　青
 

(无锡市崇安医院 ,江苏 无锡　 214002)

　　小儿秋季腹泻是季节性的小儿常见病之一 ,目

前尚缺乏特效的病因治疗。 本院对住院患者以莪术

油和利巴韦林进行对比治疗 ,以观察临床效果 ,现报

道如下。

1　临床资料与方法

1. 1　病例选择: 自 2002年 10月— 2003年 4月本

院住院的秋季腹泻患儿 ,随机分成莪术油治疗组和

利巴韦林对照组 ,各 50例。 莪术油治疗组: 男 34

例、女 16例 ,年龄 0～ 6个月 11例、 6～ 12个月 26

例、 12～ 24个月 13例。利巴韦林对照组: 男 33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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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17例 ,年龄 0～ 6月 10例、 6～ 12个月 26例、

12～ 24个月 14例。病程 1～ 2 d,均为腹泻稀水样

便 ,每天 8～ 20次 ,呈黄色或黄绿色 ,均有不同程度

脱水。莪术油治疗组发热 37例、呕吐 26例、高热惊

厥 2例。利巴韦林对照组发热 35例、呕吐 28例、高

热惊厥 2例。 两组血象白细胞计数正常或略偏高、

大便常规检查均未见脓细胞、大便查轮状病毒抗原

(金标免疫斑点法 )均为阳性。两组在年龄、病程、病

情方面均相似 ,具有可比性。

1. 2　治疗方法:在预防或纠正脱水及对症治疗的基

础上治疗组给予莪术油葡萄糖注射液 (山东华鲁制

药有限公司生产 ,国药准字: H20023442) 10 mg /

( kg· d) ,静脉点滴 ;对照组给予利巴韦林 10 mg /

( kg· d) ,静脉点滴。两组均未用抗生素治疗。

2　结果

2. 1　疗效判定:根据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 [1 ]进行疗

效判定。显效:治疗 72 h内粪便性状及次数恢复正

常 ,全身症状消失。有效:治疗 72 h内粪便性状及次

数明显好转 ,全身症状明显改善。无效:治疗 72 h粪

便性状及次数 ,全身症状无好转甚至恶化。

2. 2　两组疗效比较:见表 1。 结果显示治疗组疗效

优于对照组 (P < 0. 05)。

2. 3　不良反应: 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,利巴韦林

组有 5例复查血象白细胞计数低而停用。

表 1　两组疗效比较

Table 1　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 fect

between two groups

组别 例数 显效 /例 有效 /例 无效 /例 总有效率 /%

治疗 50 31 16 3 94*

对照 50 26 14 10 80

　　与对照组比较: * P < 0. 05

　　* P < 0. 05 vs con t rol g rou p

3　讨论

　　轮状病毒是引起小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之一 ,多

发生在秋冬季。 目前尚缺乏特效的病因治疗。莪术

油是新型抗病毒药物 ,其所含莪术醇对轮状病毒有

直接抑制作用 ,可以使感染机体的轮状病毒繁殖减

慢及灭活 ,以减轻其对小肠黏膜上皮细胞的破坏 ,使

患儿小肠保持基本正常的消化功能 ,减轻呕吐、腹

泻、发热及水电解质紊乱 [2 ]。本观察显示莪术油治疗

小儿秋季腹泻疗效明显优于利巴韦林 ,且无明显不

良反应 ,提示莪术油治疗小儿秋季腹泻疗效可靠 ,值

得临床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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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m
- 1: 3 531. 9, 3 420. 6, 2 911. 2, 1 463. 4, 1 341. 3,

1 198. 9, 1 076. 7。EI-M S(m /z ): 194 [M
+ ] , 85, 74,

60( 100% ) , 57, 43。 1 H-NMR( CDCl3 )δ: 4. 524( 3H,

d,J= 3. 2 Hz, -O H) , 3. 510( 3H, dd, J= 7. 6 Hz, H-

3, 4, 5) , 3. 251( 2H, s, H-7) , 3. 633( 1H, s, -CHO ) ,

3. 376( 2H, s, H-2, 6)。 13 C-NMR( CDCl3 )δ: 54. 279

( s, C-7) , 60. 581( s, C-6) , 68. 732( s, C-5) , 69. 560

( s, C-4) , 70. 999( s, C-3) , 99. 942( s, C-2)。根据波谱

数据及文献报道 [12 ] ,确定化合物Ⅵ 为 α-D-甲基半乳

糖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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